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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刻着佛经、家训的葫芦，晶莹剔透的盐雕，
剪纸、土陶、红丝砚等非遗精品，以及动漫真人
展示等，这些都将在5月8日—20日举行的第二届中
国（寿光）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呈现。

文博会：菜乡端上文化大餐

23 综合

桂河芹菜因产在稻田镇桂河村而得名。其保
护范围纵长14公里，横宽9公里。这片土地系桂河
冲积地，土质为褐化砂壤，土层深厚，富含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

桂河芹菜：
窖藏出的“软黄金”

24 视点

从2006年首届台湾展的“只展不卖”，到去年
的“展示加展销”，再到今年单独设立“台湾
馆”，不仅促进了两岸的农业交流合作，也为两
岸农业投资与贸易搭建了新的平台。

新奇特
菜博会刮起“台湾风”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菜博会9号展厅，进门就是两片辣椒种植
区。荷兰瑞克斯旺、德瑞特等公司的种子与潍
坊科技学院、河南傲雪等的国产种子正在
“PK”。

“巴莱姆是荷兰的优良品种，外形似牛
角，单果重100到150克，外表光亮，品性好，
无辣味。”一个说明牌上显示。

相对的是潍科辣椒1-4号，“外形均为大
羊角形，黄绿色，中等辣味，单果重在100克
以上，抗病力强，非常适合保护地栽培……对
比之下，一目了然，菜农自己会作出选择。”
展厅工作人员、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

心教师孙虎说。

种子怎么样，百姓自己看

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美
芹说：“9号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展示蔬
菜新品种，更重要的是展示国产种子。”

近年来，蔬菜产业受益于国外好的品种，
不论从产量，还是品质，都有了很大提高。相
关数据显示，国内使用的高档蔬菜花卉种子
90%是进口的。

“这对中国种业来说是个潜在危害。一直
依赖国外，不是长久之计。”李美芹称，国家
已用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民族种业，现在有很
多品种，已经赶上或者超越外国同类种子。

问题是，百姓对国产种子的认可度比较
低，不敢拿一季的收成来冒这个险。

在李美芹看来，菜农一个大棚在正常管
理、合理价格的情况下，一年收入10万元很正
常。用洋种子的成本是1000到2000元。

“种子再好，价格哪怕只有国外种子的三
分之一，甚至更低，很多老百姓也不敢用。”
李美芹说，9号厅就是想展示，在同样的管
理，同样的条件下，国产种子在产量、抗病
性、品质等方面与洋种子的差别，让两者之间
有一个直观的比较。

“让百姓自己来看，来评断。看一次不
行，看两次不行，时间长了，菜农就明白了，
这个种子确实不错，价格又低，慢慢地就会接
受了。”李美芹说。

丝瓜品种多，苦瓜苦味淡

9号厅展示了226个蔬菜品种，其中40%的
种子是潍坊科技学院自主研发的，既有番茄、
辣椒、黄瓜，也有丝瓜、苦瓜。尤其是丝瓜，
一个廊架上就展示了36个丝瓜杂交品种。有的
丝瓜长得比较长，有的没有棱，还有白色、绿
色、黄色等颜色各异的丝瓜。

孙虎说：“有棱的，菜农并不喜欢。运输
时把棱硌坏了，丝瓜的颜色变黑了，不好卖。
我们就选育出没有棱的，甚至是棱凹进去的品
种。”

目前百姓种植的丝瓜都是自交种，没有杂
交的优势，在抗旱、抗热、早衰性方面存在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潍坊科技学院就做丝瓜的
新品种选育。“杂交品种的最大的优势不仅是长
势强，产量也高出20%至30%。”孙虎称。

针对苦瓜品种少、早衰、口感单一的缺
点，潍坊科技学院选育的苦瓜品种不再那么
苦，让想吃苦瓜而因为苦不敢吃的人群吃上了
苦瓜。

“选育成功的好几个品种的苦瓜，苦味都
很淡。”李美芹说，这种苦瓜内腔小，果肉
厚，适合生吃。用白糖一拌，口感特别好。

小番茄更注重营养指标

樱桃番茄种植区展示了18个优良品种，既
有潍科樱桃番茄1-10号，也有八喜、西优思
香、粉贝贝、T1264等多种小番茄。

孙虎介绍，潍科4号植株生长旺盛，叶片
大小适中，果穗整齐，单果重15至20克，口感
极好，硬度适中，抗病毒性强。

“原来只考虑果硬、皮厚、耐运输、产量
高这些因素。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高，我们
的研究更加注重营养价值。”李美芹说，番茄
里含有的番茄红素，可以增加人的免疫力。潍
科选育的两个番茄红果，番茄红素的含量达到
136毫克/千克，这是非常高的营养指标。

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潍坊科技学院研发
不同的品种。有的番茄自封顶，长到一定高
度，就不再往上生长了。李美芹说，植株自己
会封头，早产性好，适合露天种植。因为露天
不可抗拒的因素多，尽快地达到产量，可以保
证菜农收益。

9号厅还展示了阳台番茄，可观赏，也可
食用。“我们的樱桃番茄长到50厘米就会封
顶，很适合阳台种植。”孙虎说，这种番茄产
量高，口感好。以前的阳台番茄只有30厘米左
右，完全是观赏性的，不好吃。

在产量、抗病性、品质等方面，一些国产种子甚至优于

洋种子，价格也便宜。但百姓不认怎么办？

中外种子大PK，让百姓来评判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王朋

4月17日早晨，寿光下了今年第一场春
雨。

在“渴”了近110天后，寿光北部的麦田
终于“喝”上了雨水。

9点，记者来到营里镇东北河村时，吴金
芹正在自家麦地里忙活。

“真是场及时雨。这茬麦子只浇了一次返
青水，如果再不下雨，收成得比往年少一
半。”吴金芹说，“今天这雨一下，一亩地打
个400公斤粮食，应该没问题。”

3月底时，弥河拦河坝开闸放水。东北河
村三农信息站站长杨清泉带着吴金芹和乡亲
们，把水从渠里引到田里，浇灌了一次小麦。

33年同期最重旱情

4月初，我省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新高，最
高气温直逼30摄氏度。4月9日，全省最高气温
出现在寿光，达到29 . 7摄氏度。天气预报称，
4月、5月降水量仍将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将
会加剧。

寿光北部淡水资源贫乏，地表水量有限，
灌溉条件不利。

“天热无雨，全省受旱农田已达800万
亩。”寿光农业局农技站站长、高级农艺师丁
加刚说，“2013年，寿光共播种冬小麦63 . 3万
亩，目前干旱面积已达21 . 4万亩，严重干旱7 . 5
万亩。”

寿光气象局副局长姜再生介绍，自2014年
以来，寿光平均降水量为16 . 4毫米，较历年同
期平均偏少51 . 2%，较去年同期偏少71 . 1%。

“去年9月下旬至今年3月中旬，全市平均
降水量仅为61 . 1毫米，而2012至2013年同期为
177毫米。”姜再生说，据统计，33年以来，
历年同期平均降水量为132 . 4毫米。其中，1981
至1982年同期平均降水量为56 . 2毫米，是唯一
低于今年的降水量。

3月21日，潍坊市对25处墒情站进行了实
测土壤含水率分析。结果显示，潍坊地区农田
受旱面积超过56%，寿光北部是主要旱区之
一。其中羊口、营里、侯镇、台头等镇街部分
水浇条件较差的麦田，已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

干裂、黄叶等情况。
“气温高、空气干，浇了之后，有些小麦

也是‘旱杆’，免不了减产。”台头镇北台头
村民陈青忠说，“算上电费和水泵损耗，一亩
地浇一次就得300元。今年没雨水，地里就多
浇了2次。”

有水区供给无水区

“暖冬之后，紧接着一个高温的3月。”
姜再生说，“南北经向环流较弱，水汽不易北
上，高气温抑制了有效降雨的形成。”

“20公分左右的小麦应该孕穗了。但麦子
受干旱影响，像是已经萎蔫，呈现老态。”寿
光蔬菜栽培专家李光聚说，“有水区供给无水
区，昼夜抗旱，迫在眉睫。”

“4月4日，寿光从上游水库调水700万立
方米，保证农田供水。”寿光水利局防汛抗旱
办公室主任袁西锐说，年前的“上冻水”和年
后的“返青水”是关键，必须保证灌溉充分。
从上游水库调水，对弥河各段蓄水进行合理调
整，通过张僧河、丰产河等向营里、台头、上
口等镇调水，灌溉麦田。

“通过去年对小清河扬水站进行维护，保
证小清河向羊口镇西南部的供水及时到位。如
旱情加剧，加大小清河扬水站引水量将是下一
步的工作重点。”寿光水利局防汛抗旱办公室
副主任陈学宝说。

“另外，水利部门已协调引黄济青管理部
门供水，保证附近农田的灌溉用水。”陈学宝
说，还将充分利用寿光南部井灌区的现有机井
设施，对寿北地区进行支援。

据介绍，目前由于云层稀薄、含水量低，
无法进行人工降雨。若旱情持续加剧，寿光将
考虑选择适宜时间进行人工降雨，缓解旱情。

长效抗旱是关键

目前，寿北地区大田作物依旧普遍采用大
水漫灌的传统方式。

“大水漫灌是灌溉土壤而不是灌溉作
物。”寿光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说，传统的大
水漫灌致使水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是一
种低效的灌溉模式。

2009年开始，寿光在全市设施蔬菜种植方

面推广“微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的高效节水灌
溉方式，但推广区域主要针对大棚蔬菜。

“大田作物中，部分胡萝卜种植采用了
‘地膜加喷灌’的灌溉模式。”丁加刚说，在
地表附近形成一个小的生态圈，节水的同时也
增加了作物的抗旱能力。下一步，寿光将深入
研究并推广大田作物的高效、合理灌溉方式。

湿地在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
补充地下水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寿光已建设
滨海国家级湿地公园、弥河国家级城市湿地公
园和洰淀湖省级湿地公园。

“通过扩建芦苇湿地4500亩，洰淀湖芦苇
湿地现有总面积已达1 . 2万亩。”陈学宝说，
“同时，经寿北综合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尾
水，可用于周边地区棉田的灌溉。”

“无旱能防，有旱可解。”袁西锐说，
“通过对弥河水、引黄济青水、小清河水、污
水处理厂中水等4个地表蓄水点的合理蓄水，
并结合寿光南部井灌区进行小范围‘南水北
调’。政府将和老百姓并肩，打赢这场抗旱
仗。”

面对33年以来同期最严重旱灾，寿光调集所有可利用水源———

春旱持续，保庄稼可有良策？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菜博会4号馆，有个台湾乡味情展位，上面
写着繁体字“寿光商号”。

“爷爷奶奶漂洋过海到台湾，移住在高雄寿山
脚下的小眷村。为纪念老家寿光，当村长的爷爷为
村取名寿光新村。1958年爷爷奶奶开了‘寿光商
号’杂货铺，养大了我父亲四个兄弟姊妹。”朴实
的一段文字传递着“寿光商号”的渊源。

参展商、“寿光商号”第三代传人韩采恩说，
当时“寿光商号”是寿光新村最大的杂货铺，也是
村里孩子们的美食天堂。以前村民的日子不好过，
宝岛牌香烟都是一支一支地卖，酱醋油盐都是散装
的，村民要自带玻璃瓶子盛装。铺子里的糖柑仔、
酥饼、米饼等零食，让小伙伴们垂涎欲滴。

日子好过后，思乡之情越来越浓。韩采恩说：
“刚学会识字时，爷爷就教我们认识地图，他总是
指着地图上山东寿光的位置，说这里是我们的家。
到现在，我们祖孙三代的身份证上，原籍还是写着
‘山东寿光’。”

两岸开放后，韩采恩的爷爷奶奶临终前完成了
回老家寿光原田马镇阁上村的心愿。爸爸韩连成几
乎年年往返。“寿光很好，水果蔬菜品种丰富，价
格实惠，人也很朴实。”韩连成说。

韩连成想把台湾好吃的、好喝的美食都带来寿
光，给亲戚朋友分享。2013年3月，再次踏上故土
时，韩连成决定让女儿在寿光创业立家。于是，韩
采恩与陈慈慧合伙在寿光中心街开了一间“台湾乡
味情”食品杂货铺。

“台湾的食品是比较养生的，多数保留植物的
天然味道。”韩采恩说，“60年前，爷爷把‘寿光
元素’带到了台湾高雄。现在，我想将‘台湾元
素’带到寿光。我们家族一辈子和食品行业打交
道，对台湾的饮食比较在行。”

陈慈慧说，乡味馆里的每一样零食、每一种
茶、每一样水、酒都是精心挑选的，希望能让家乡
人品尝、感受到台湾的美食与生活方式。

“在台湾生活，大家可以为去永和喝一碗豆
浆、去莆田吃一块手工制作的凤梨酥开几个小时的
车。在这里，好像很少有人这样。”韩采恩说，台
湾的店铺经营理念“不一样”，但大陆的超市东西
都差不多。她们想做属于台湾的零食店，东西别致
又好吃。

乡味馆的竹炭花生、方块酥、芒果干、牛轧
糖、凤梨酥、阿里山茶完全从台湾进货。软软的纸
包着的凤梨酥，味道浓郁自然。“纯手工制作，没
有添加任何防腐剂，只能保存10天，是托朋友从莆
田发货。”韩采恩说，纯手工制作的牛轧糖剥开后
空气中散发着香甜的牛奶味。

台湾的朋友都觉得，敢于回乡开店是一件很酷
的事情。在开杂货铺之前，韩采恩在台视工作过，
是高级摄影师。陈慈慧是彩妆师，日文翻译。在她
们看来，开乡味馆是在延续老人的思乡之情。

“我们是看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辛劳的背影长
大的。很难忘怀长辈给我们的家训，做人要真心，
诚信、实在。做生意，也是一样。”韩采恩说。

来自台湾的“寿光商号”

潍坊科技学院生物工程研发中心主任李美芹在观察幼苗长势。

□单辰 报道
4月17日，寿光农民陈青忠在察看自家麦子长势。

“寿光商号”主人展示地道的台湾风味。

■相约菜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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